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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天气的持续回暖，春
天的气息终于越来越浓了。迎
春花已开了多日，桃花也吐露
了芬芳，济南护城河边的嫩柳
绿得越发鲜亮。

温暖的春日总是让人心
情舒畅，此时编发《郁达夫的
台儿庄劳军之行》这篇稿件，
联想到 70 多年前的那个早
春，对那种战火硝烟的惨烈似
也感受得迟钝了些。我们已不
止一次刊发过关于台儿庄以
及台儿庄大战的文章，而这篇

《郁达夫的台儿庄劳军之行》
则向我们披露了此前不为人
知的一些史实。

原来那个时候的作家郁
达夫不仅是国民政府军事委
员会的一名少将，而且居然有
幸被委派成为劳军特使，前往
台儿庄大捷后的战场去慰问。
从局势上说，台儿庄大战虽然
震惊中外，但当时整个抗日战
场的形势并未发生根本改变，
而正是郁达夫的台儿庄劳军
之行，使得美国驻华武官史迪
威也得以前往台儿庄，并撰写
了一份对美国的报告，希望美
国政府给中国经济援助。最
终，在当年的 8 月 30 日，美国
财政部代表听取了史迪威的
报告；12 月，美国政府给予中
国贷款 2500 万美元。之后，美
国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援华，
对中华民族的抗战事业做出
了积极的贡献。这好比一个作
家引发的蝴蝶效应，堪称抗战
史上的一段佳话。

清明假期刚过，许多人还
沉浸在节日的气氛中。本期的

《清明节记事》记述了作家邵
勇胜年少时家乡过清明节的
记忆。上坟添土、吃鸡蛋挂面、
踏青、荡秋千，这些清明的民
俗至今流传。清明不是一个悲
伤的日子，在这样一个清清朗
朗的日子里祭奠先人，心里也
是温馨坦荡的。先人已去，活
着的人要活得更好。

清朝文人王渔洋(王士祯)

做官以廉洁闻名，记述他廉政
思想的著作《手镜》的手迹拓
本近日首次在桓台王士祯纪
念馆展出。“不负民即不负国，
不负国即不负所学”，读一读

《廉政教育的好教材——— 王渔
洋<手镜>启世》，会让我们对
为官一向低调的王渔洋有进
一步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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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 年 3 月下旬，日军的坂
垣征四郎和矶谷廉介两个精锐师
团三万多人在鲁南从临沂、滕县
两路夹击，企图向战略要地徐州
逼近，抗日军队在鲁南重镇台儿
庄筑起了“血肉长城”，上演了一
场中国军队和日军的殊死决战。
日军精锐的矶谷第十师团和李宗
仁指挥的第五战区孙连仲、汤恩
伯的部队在一百多公里的战线
上，经过十几天的鏖战，以我军的
胜利、日军的惨败载入中国抗战
史册。

1938 年 4 月，著名作家郁达
夫和盛成从武汉到台儿庄进行劳
军慰问，在徐州转行台儿庄之时，
促成了美国驻华史迪威将军到台
儿庄前线去采访。史迪威在台儿
庄前线考察后，掌握了大量的第
一手材料，写了一篇关于台儿庄
战役的详细报告，送到美国最重
要的军事杂志发表，在美国政府
和军方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促使
美国很快改变对华观望的态度，
决定援助中国。由此可见，郁达夫
的台儿庄劳军之行促成史迪威上
校到台儿庄前线调查采访，为抗
战大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李宗仁设宴招待

劳军特使郁达夫
1937年12月，日军攻陷南京，

国民政府被迫迁都重庆，军事委
员会暂迁武汉，并进行改组，政治
部共设三个厅，郭沫若任第三厅
厅长，拟邀郁达夫担任三厅的对
敌宣传处处长，打电报去福州要
他立即赶去武汉。郁达夫接到郭
沫若的邀请电后，于1938年3月9日
离开福州，先到浙江富阳家中奔
丧，然后前往武汉。3月底到达武
汉时，三厅的组织筹备工作已完
全就绪，郭沫若便另聘他担任了
第三厅的设计委员，军衔为少将。
这个设计委员，虽然是闲差，但郁
达夫毫不计较，而是以满腔的爱
国热情，积极投身到抗日宣传活
动中。

1938年4月6日，台儿庄大捷
后，举国为之振奋。国民政府军事
委员会政治部决定派员前往劳军
并巡视战地防务。有少将军衔的
郁达夫有幸成为此行的劳军特
使。与之同行的是国际宣传委员
会总干事与文协理事盛成。行前，
军委政治部特地给他们颁发了劳
军委任状。

4月12日，郁达夫与盛成从武
汉乘火车出发。他们先抵郑州，会
见了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向
第一战区将士献旗致敬。4月14日，

郁达夫、盛成抵达徐州，见到了第
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郁达夫
与李宗仁虽初次见面，但彼此并
不陌生。作为桂系将领，李宗仁已
极负盛名，台儿庄大捷后更是如
日中天。虽身在军界，但对享誉文
坛的郁达夫，李宗仁也是早有所
闻。当天，在郁达夫入住的徐州花
园饭店，李宗仁设宴以尽地主之
谊。席间，李宗仁详细介绍了台儿
庄战役的经过，引起郁达夫
与盛成的极大兴趣。他们被
台儿庄的战地激情和特殊魅
力所吸引，迫不及待地想一
睹那些抗日将士的风采。

陪美驻华武官

史迪威见到李宗仁
郁达夫与盛成一行入住徐州

花园饭店后，恰好时任美国驻华
武官参赞的史迪威上校也下榻在
此。史迪威早在 1911 年还是一个
28 岁的年轻中尉时就来到中国。
1938 年 1 月，史迪威因与上司不
和，经反复要求，始获批准到外地
考察，先去兰州是奉陆军部的命
令，单身来徐州则是擅自行动。他
因台儿庄大捷为中国军队的胜利
而兴奋，想去前线台儿庄看看，但
被第五战区政治部阻止。原因是
当时有几个意大利记者到前线窃
取军事情报，政治部遂给各战区
司令长官下达了一道命令，禁止
所有外国人到前线去。盛成在花
园饭店散步时碰见了史迪威，得
知详情后立即找郁达夫商量，郁
达夫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情
况，当即拉着盛成去见李宗仁，向
他反映史迪威的要求。李宗仁同
意见史。于是，郁达夫与盛成即于
当天下午邀请史迪威到李宗仁的
长官公署兼“徐州会战”的总指挥
部去见李宗仁。

盛成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最

后，李宗仁问史迪威有什么要求，
史答想去台儿庄，李一口答应，因
为政治部代表达夫在场，达夫不
表示反对，就等于代表政治部破
例同意了。所以，史迪威能到台儿
庄，达夫之功实不可没。”(盛成《与
达夫一起去台儿庄劳军》)

史迪威进入台儿庄亲眼看见
了中国军队恶战17天，使日军伤
亡1 . 6万人，损失坦克40辆，装甲车

70辆，机动车100辆，还有
许多大炮和其他武器。取
得如此战绩，证明中国军
队有很强的战斗力。后来，
史迪威撰写了一份对美国
的报告，并根据李宗仁的
建议希望美国政府给中国

经济援助，以购买战略物资。如果
郁达夫作为政治部的代表，墨守
政治部的一切外国人不得到前线
的禁令拒绝了史迪威，那么美国
的经济援华就有可能晚一段时间
甚至没有。今天看来，我们可以说
是郁达夫成就了史迪威，也为他
自己的这趟台儿庄劳军之旅留下
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台儿庄前线劳军之行

郁达夫一行从徐州驱车前
往，一路颠簸，一路扬尘。抵达台
儿庄的郁达夫一行，当即受到驻
军官兵的热烈欢迎。作为劳军特
使，郁达夫来到这里自然要讲几
句话。战事开始后，这里云集了
大量部队，也成了战地军营，在
官兵的掌声中，他说：“台儿庄大
战是抗战以来中国正面战场第
一次大捷，是中华民族扬威不屈
的有力见证。参战的官兵们打出
了士气，打出了中华民族抗战必
胜的坚定信念。我受军委会政治
部委托，专程前来感谢你们，慰
问你们，向你们致敬。”郁达夫随
即向英勇的前线将士敬献了亲
笔书写的“还我河山”旌旗，并
说：“抗战最大目的是救民族于
危难，胜利最终必将属于我们！”
在他的鼓舞下，台下的战士们杀
声震天，场面感人。

继之，郁达夫又与盛成、史
迪威一起前往血与火洗礼后的台
儿庄战场。残损的土墙、焦裂的农
田以及清真寺、中正门、火车站等
几处重点战场的断壁残垣、焦木
熏烟，依然留有大战的痕迹。

台儿庄的所见所闻，给郁达
夫以强烈震撼。这种震撼，我们可
以在其后郁达夫的战地报告文学

《警报声里》窥见一斑。它详细披
露了坚守台儿庄的将领以视死如
归的精神组织指挥战斗；一位受

尽日军蹂躏的农妇冒死渡河，指
出日军方位，从而校正了台儿庄
守军的炮击方向；47位义士慷慨
赴死，英勇杀敌，为国捐躯的悲壮
场面历历在目。

在台儿庄，郁达夫看到官兵
们的生活比较艰苦，尤其是精神
生活单调、贫乏。作为一个文化学
者，郁达夫觉得有责任做点什么。
于是，他通过文章大声疾呼：“希
望我们在后方的执笔者，能多送
些士兵的读物，及足以娱乐暇时
的图画刊物等印刷品去，籍资消
遣。”

美国决定

援助中国抗战
台儿庄之行很短暂，因为继

之还要受命视察山东、河南一带
的战地防务。当日，郁达夫一行即
留宿在孙连仲司令部，郁达夫即
席挥毫：“水井沟头血战酣，台儿
庄外夕阳悬。平原立马凝目视，忽
报奇师捷邳郯。”

5月初，郁达夫、盛成返回武
汉复命。郁达夫与盛成分别给军
委政治部、文协和国际宣传委员
会写了一份劳军与视察报告。在
报告中，他们依据台儿庄前线官
兵们顽强作战的不屈精神，得出
结论为：中国必胜，日本必败。而
与郁达夫同行的史迪威上校也在
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基础
上，写了一篇关于台儿庄战役的
详细报告，发表在美国最重要的
军事杂志上。结果，在美国政府和
军方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促使
他们很快改变对华观望的态度，
决定援助中国抗战。

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财
政部长摩根索均倾向支持中国抗
战，但国务卿赫尔要求美国保持

“中立”，反对给中国经济援助，他
认为这会使美国卷入中日冲突。
但是当年8月30日，美国财政部代
表洛辛·巴克听取了史迪威的报
告，并把意见转呈摩根索。12月，
美国政府通过进出口银行安排给
予中国贷款2500万美元。这笔钱对
财政拮据而又再次迁都重庆的国
民政府如雪中送炭。从此，美国开
始了大规模的经济援华，以及后
来的陈纳德的航空队来华，这无
疑是对中华民族的抗战事业做出
了积极的贡献。

今天，台儿庄大战已经过去
七十多年，虽然时间湮没了战争
的硝烟，但郁达夫的台儿庄劳军
之行将永远铭记在历史的记忆
里。
(注：本文图片部分由郁美兰女士
提供)

在台儿庄大战期间，许多中外记者、诗人、作家都来过台儿庄，如我们所熟知的范长江、陆诒、
郁达夫、盛成、臧克家、丁行等。70 多年过去了，这些历史的碎片渐渐湮灭在时间的河流中。为全
面追记郁达夫当年的劳军之行，笔者与郁达夫的女儿郁美兰女士取得联系，采撷到郁达夫当年来
台儿庄时一些鲜为人知的往事。

1934年的郁达夫 1938年郁达夫（右）与郭沫若（中）、斯诺在一起。

李宗仁和白崇禧在台儿庄大战中。 我军增援部队奔赴台儿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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